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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性能低碳贝氏体钢:成分、工艺、组织、性能与应用》较全面地阐述了这类新钢系成分设计，物理
冶金原理，冶炼与轧制工艺，组织与性能控制方法，钢种的实物性能、可焊性、热稳定性、耐腐蚀性
等内容，并介绍了其在几个典型工业领域的应用现状。新一代低碳贝氏体钢(包括针状铁素体钢)是近
年来国内外新发展起来的并与目前大量使用的铁素体加珠光体钢及传统回火马氏体调质钢并列的一大
类新钢种。它具有高强度、低成本、节能、环保及优良的可焊性等特点，已被广泛使用在国民经济各
重要工业领域，代表了现代高性能钢的发展方向。《高性能低碳贝氏体钢:成分、工艺、组织、性能与
应用》可供研究院所、冶金企业从事材料研究的科技人员、工艺制定人员阅读，尤其是对使用高性能
钢的各重要工业领域的设计及科研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高性能低碳贝氏体钢:成分、工艺
、组织、性能与应用》也可作为高校冶金材料专业教学用书及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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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性能低碳贝氏体钢:成分、工艺、组织、性能与应用》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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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质量挺好，而且送书的人员态度挺好，谢谢当当网。
2、该书介绍了新型钢铁材料的低碳贝氏体钢的组织和性能，解析了材料的强化机理及其该类钢的应
用前景，书中还介绍了最新的钢材冶炼技术、轧制技术等理论，对研究新型钢铁材料有一定的理论帮
助，也可以成为材料应用工程师对材料特点进行了解
3、书还好 就是在运货的时候边上压坏了 无语啊
4、纯粹是某项目的研究报告么...
5、内容挺好，适合于科研人员。
6、好！！！！！！1！！
7、钢铁材料专业书籍，对于从事贝氏体钢研究的科技人员有参考作用。
8、内容非常新，也很全面、细致，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
9、以前就认识杨老师课题组的人，做的很系统，总结的东西多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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